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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陶瓷工业协会组团赴莫斯科参观考察国际陶瓷展 

2012 年 10 月 31 日，俄罗斯国际专业陶瓷展在莫斯科国际展览中心开幕，湖北省陶瓷工业协会一

行 13 人在名誉会长周豫鄂、会长吴全发率领下参观考察了此次会展。 

这次专业陶瓷展是由俄罗斯科瑞展览有限公司主办，俄罗斯陶瓷协会协办的。参展方有中国、俄

罗斯、比利时、德国等陶瓷相关企业，展览内容包括原料制备、生产设备制造、产品制造等。其中，

中国有 6 家企业参展，带去了多孔陶瓷（发泡陶瓷）、陶瓷磨具、瓷球、色釉料、喷墨印刷等中国制

造的产品。 

由于俄罗斯方面是第一次主办此类陶瓷专业展会，宣传力度不够，邀请的参展企业还不是很多，

与国内大型陶瓷展相比有较大差距。但是，在此次展会上俄罗斯企业展出的工业陶瓷及应用、中国企

业展出的多孔陶瓷、德国企业展出的工艺陶瓷技术设备以及空心砖生产设备等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也给我们陶瓷企业在结构调整、科技创新方面打开了思路和眼界。我省参加展会的几位企业老总感触

很大，他们对展会上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表示出浓厚兴趣，认为对企业下一步开发新产品提供了借鉴，

并感谢省陶瓷工业协会给他们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我省参观考察此次国际陶瓷展的除了有湖北鑫来利陶瓷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全发、宜都惠宜陶

瓷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万福、湖北楚林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闫友新、宜都鑫宜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志

新、湖北兴城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源、湖北光之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龚金雄等企业家外，还

邀请有宜都市经济商务局局长彭承勇、当阳市经济商务局副局长刘春华等地方政府官员一同参观考

察。                                                                        （秘书处） 

全国重点陶瓷产区政协工作联谊会第一次会议在湖北当阳召开 

 

全国重点陶瓷产区政协工作联谊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年 10月 25日在湖北省当阳市召开。 

建筑陶瓷产业是中国建材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

提高，对陶瓷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方政协组织作为人民团体，在疏通地方党委、政府为

陶瓷产业提供服务；发挥政协人员联系广泛和科技、专业优势，提供产业咨询、指导、服务等方面，

发挥了独特作用。建立全国重点陶瓷产区政协工作联谊会制度，就是将这种作用机制化的重要举措。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向会议发来贺电。贺电说：“全国重点陶瓷产区政协工作联谊会是政协工作

的创新，也是全国陶瓷产区加强联系和交流的重要平台”；“望本次会议以团结为主题，以创新为动

力，以发展为目标，大力加强全国重点陶瓷产区企业和政协工作的合作交流，全面推进全国各地陶瓷

产业的集约发展，努力开创陶瓷产业和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湖北省宜昌市政协副主席李德才，宜昌市政协秘书长尚葵，宜昌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曹文金，中

共当阳市委书记郑廷贵，当阳市委副书记、市长石显银，当阳市政协主席孙照玉等领导出席会议。来

自吉林、四川、陕西、河北、辽宁、广西、河南、广东、湖北等省、自治区的重点陶瓷产区政协、有

关政府部门和陶瓷生产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进行了交流发言，湖北当阳、广东禅城、四川夹江、辽宁法库、河南山城、四川丹棱、陕西千

叶、河北高邑、广西藤县等县（区）政协介绍了自己服务、推进当地陶瓷产业发展的作法和经验。会

议组织参观了湖北当阳建筑陶瓷工业园、部分陶瓷企业，集中观看了由当阳市政协办公室、当阳市陶

瓷产业协会、当阳市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发展中的湖北当阳陶瓷产业》专题片。会议讨论通过了《全

国重点陶瓷产区政协工作联谊会章程》和全国重点陶瓷产区政协工作联谊会第一次会议纪要。 

会议协商决定了全国重点陶瓷产区政协工作联谊会第二次会议的时间、地点等相关事宜。 

（李文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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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浠水对接广东佛山打造“中部陶瓷之都” 
 
   日前，投资逾 60 亿元的湖北省浠水县生态陶瓷产业园一期工程正式投产，浠水县一个新的重点产

业集群呼之欲出。中国经济网记者在生态陶瓷产业园看到，雄陶、澳晟陶瓷两家企业两条生产线正在

满负荷生产。据雄陶公司负责人黎中添介绍，每条生产线每天生产地面砖近 2.4 万平方米，产品销售

到武汉、河南、安徽等地，供不应求。 
   浠水发展陶瓷产业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该县是全国知名的“窑炉之乡”，窑炉建筑安

装、机械制造占据行业市场份额的半壁江山，聚集了全国 75%以上的窑炉专业人才，“浠水窑炉工”

被评为全省十大劳务品牌，从业人员达 4.2 万人，年创劳务收入 10 亿元。此外，浠水陶瓷原料丰富，

且品位极高、埋藏较浅、极易开采。 
   2010 年，浠水县立足本地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和资源优势，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

与“南国瓷都”佛山的知名建筑陶瓷企业——新中陶集团“联姻”，在鄂东港口重镇建设陶瓷产业

园，引进东部陶瓷企业来浠发展。已邀请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分

别完成了园区总体规划、一期建设用地控制性详规、远景规划和环境规划影响评价报告书的编制工

作，并顺利通过了评审。陶瓷产业园紧紧围绕“合理布局、功能分区、产业扎堆、集群发展”的要

求，按照“集约化、集群化、循环化、生态化”原则，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建设。 
    2012 年，浠水县根据形势发展，及时提出了园区二期工程规划：利用五至十年的时间，投资 200 多

亿元，占地 18000 亩，建设 60 条陶瓷生产线，以集群式专业发展陶瓷产业，链条式发展交通物流、

机械制造以及商务休闲等相关产业。建成后年产值将达千亿，利税过百亿，安排就业 3 万多人。随着

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不断融合世界先进陶瓷先进技术，吸纳全国各地陶瓷科技人才和资金，丰富传

统陶瓷文化和现代品牌艺术，逐步把浠水打造成我国“中部陶都”。 
   目前，兰溪陶瓷产业园一期工程已有湖北雄陶、湖北澳晟、湖北汇星、上海新安储、南山包装等 5
家陶瓷生产及配套企业落户，其中，雄陶公司、澳晟公司的第一条生产线于 9 月上中旬正式产出瓷

砖，其余生产线正在加紧建设。 
   浠水县委书记吴烨表示，该县正集中力量加快陶瓷产业配套及专用码头和主干路网建设，加大入园

企业帮扶和以商招商力度，力争早日将陶瓷产业打造成为全省重点产业集群。 
（中国经济网） 

 
 

《建筑卫生陶瓷产业政策》初稿即将提交工信部 
 
   记者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委托广东陶瓷协会，加紧制定全国《建筑卫生陶瓷产业政策》。广

东陶瓷协会经过调研后起草了《政策》初稿，计划在 10 月底形成意见稿提交工信部。 
  根据已经明确的思路，《政策》将规范行业准入，严控产能扩张，推进兼并重组，加快淘汰落

后，提高产业集中度。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产业政策的发布和设施，陶瓷行业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工信部淘汰落后产能的

重点行业之一，龙头企业将受益于市场份额的提升。 
  2012 年以来，行业市场环境进一步恶化。很多陶瓷企业库存量维持在 2 个月或 3 个月的产量，部

分品牌企业销售同比下降幅度在 5%-20%之间。行业人士分析，陶瓷行业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生存危机和

全面洗牌，个别大型企业也面临困境。预计下半年，陶瓷市场需求仍难有明显提升，整体环境将更加

复杂。 
                                                                                                                          (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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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喷墨设备数量猛增引发喷墨产品降价 
 
       就在近两个月，很多人会发现：高安陶瓷工业园内高耸的巨幅广告招牌上，很多广告都在不知

不觉间被换成了和喷墨相关的，那些五彩斑斓的喷绘招牌屹立在马路两旁着实引人注目。然而，对

于高安陶瓷而言，企业引进喷墨设备及技术生产喷墨产品固然是件值得称道的好事，最起码大量的

企业生产现阶段还被业内定义高端的喷墨产品，能够集体提升产区形象和企业形象；但如果这样的

企业无计划的盲目“超生”，那或许也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泛高安陶瓷产区已有陶瓷喷墨打印机设备使用企业约 20 家，总计超 30 台。

而就在四个月前，这个数据仅为使用企业 6 家，总计 7 台。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四个月之前 6 家喷

墨设备使用企业的身份均为粤籍，而现在粤籍企业的使用者仍然只有 6 家。换句话来说，赣籍企业

在最近四个月迎来了喷墨设备使用“从无到有”的空前爆发，并且这样的数据还将会随着时间的推

后而同步增长。 
      为何会在短时间内冒出这么企业？毫无疑问，这主要还是和企业逐利的本质和初衷相关，什么产

品赚钱，就竞相生产什么产品；另外喷墨设备的渐趋普及和价格的下跌，为更多的企业能够使用这

套曾经高端的设备和技术提供了可能；当然大多数企业是带着丰富产品结构，提升和塑造品牌形象

的美好愿景去的，更也是为了避免价格战和走差异化道路。不过现在他们避免了原先的价格战，却

又不得不陷入了新的价格战。 
      事实上，因无序的价格战而引发的喷墨产品降价在高安产区已经初现端倪，多数喷墨企业成了这

起价格战事件的无辜受害者，同时亦在不经意间成了制造者，产品推出仅在短暂的时间内就被迫降

价。9 月份，高安 300×600mm 规格的喷墨产品单片价格已从 5.3 元降到了 5.1 元；11 月份，随着

潮涌般的企业推出数量更为庞大的喷墨产品，这样的价格仍将会继续走低。 
      类似的情形在高安早有先例，并且不胜枚举。早在一年前，华硕陶瓷在高安抛光砖企业中率先推

出了线石产品，凭借“人无我有”的产品结构优势，线石成为华硕陶瓷最具产品附加值的新品。但

后来高安抛光砖企业一窝蜂的涌向线石生产，产品都是几乎一模一样，毫无任何新意及特色的大众

化产品，到如今高安的线石价格已经临近跌破底线，成了在激烈的价格战中艰难存活的微利产品。 
      中部其他产区亦是如此，临近高安的湖北陶瓷产区，早在去年 10 月份就有企业推出喷墨产品，

当时因为喷墨瓷砖的市场供应量极其有限，300×600mm 规格的产品面市后随即卖出了 5.8 元/片的

高价，而如今同样的生产企业、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市场，仅能卖出 5.2 元/片的价格。 
      在这样一个国内发展速度最为迅速的新兴陶瓷产区里，持续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过于同质化的产

品让诸多企业疲于应付，部分有长远眼界的企业抱着美好和进取的心态开始积极着手产品的换代升

级，目的只是为了能够从曾经的价格战泥潭中解脱。推出现阶段在市场上比较高端和并不太普及的

喷墨产品成了他们的首选，然而从他们争先恐后推出喷墨产品的那一时刻起，不普及便成了普及，

高端则沦落成了大众。当初美好的愿景亦随即被打破，在避免了原先的产品价格战的同时却又不得

不陷入新的价格战。 
      不过，比起始终难以跨越和纾解的价格战，高安的政府部门及部分陶瓷企业则更担忧另外可能引

发的潜在危害：盲目而无止境的价格战引发的企业开始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压缩生产成本，并在产

品生产上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如此高安产区的产品和形象将再次大打折扣，品牌建设之路亦会变

得更加坎坷和艰难。 
        

（陶瓷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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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陶瓷产业当前形势变化很大 
 

上个月，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公布了 2012 年上半年的行业数据，其中卫生陶瓷总产量是

6904 千万件，相对 2010 年产量下降 9.2%。这是近十年来的第一次出现大面积下滑。其中卫生陶瓷

产量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广东省，下降 25.5%，并且因此将多年卫生陶瓷全国产量第一的位置让给了

河南省。也因此改变了多年全国卫生陶瓷产量前三(广东、河南、河北)的排序，当前全国卫生陶瓷

产量前三是：河南、广东、河北。 
  现在 2012 年上半年河南的产量是 2177 万件;广东 1426 万件;河北 1117 万件。河南的产量超过

广东近 50%。现在河南、广东、河北三省的产量之和为 4720 万件，占全国上半年总产量的

68.37%，第一次跌破 70%的比例。2010 年这个三省相对全国总产量的比重是 81.04%;2011 年这个

相对比重是 76.58%。这一数据连续数年的下降变化，多少说明我国卫生陶瓷生产的集中度在不断

下降，也就是说产业的区域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全国卫生陶瓷产量全面下滑的 2012 年上半年，湖北、福建、湖南、广西、天津仍然保持着

两位数的增长。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湖北省的卫生陶瓷产量已经接近第一梯队了，而达到 790 万件。 
  2012 年全国卫生陶瓷产量数据还表明，到目前为止，全国仍有山西、内蒙、辽宁、黑龙江、

海南、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等十个省级地区继续“保持”没有卫生陶瓷生产制造，相对

2011 年十五个省级地区没有卫生陶瓷生产制造，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2012 年上半年吉林、浙

江、江西、贵州、陕西等五个省级地区开始实现了卫生陶瓷的生产制造。 
  9 月份笔者因工作关系到访了多个陶瓷产区。9 月初，在福建参观了九牧卫浴，看到单线投入

过亿的一条卫生陶瓷新线已经进入调试阶段，福建晋江南安附近今明两年将增加不少类似的卫生陶

瓷新线，基本都是百米隧道窑，单线年产量将达到或超过 100 万件;9 月中，到访沈阳法库，参观了

施工中的苏泊尔卫生陶瓷基地，主厂房 6 万多平方米，明年初也将全面投产。目前卫生陶瓷产业，

一边是整体产量大面积下滑，另一边是产业新军不断涌现，类似苏泊尔的炊具大鳄进军卫生陶瓷产

业;类似中宇、九牧、申鹭达、安蒙等五金水暖大军大规模地进军卫生陶瓷领域侵城掠地。一个是

销售终端橱卫联手的横向大肆扩张，一个是五金水暖主导产品向下的全面延伸。 
可以说时下的卫生陶瓷产业是热闹异常，各路大军大多各有各的靠山，各有各的优势。传统卫

生陶瓷企业似乎拥有最正规纯正的产业“血统”;陶瓷砖企业进军卫生陶瓷似完全顺理成章，建筑

卫生陶瓷好像从来不分家;休闲卫浴生产经营陶瓷卫浴本身就是异曲同工;五金水暖产业干起卫生陶

瓷仅是产业链的顺势延伸;炊具小家电似是卫生陶瓷产业的新军。                        （陶瓷信息） 
                                                                       

《薄型陶瓷砖》行业标准通过陶瓷标委会审议 
 
     全国建筑卫生陶瓷标准化委员会 2012 年 10 月 18 日在湖南长沙召开了第 2 次工作会议，标委会

主任委员、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常务副院长李转，副主任委员尹虹、张旗康、宋子春，秘书长王

博，顾问刘幼红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全国建筑卫生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王博主持。 
       标委会副主任委员尹虹、张旗康主持审议了《薄型陶瓷砖》行业标准，标准起草单位咸阳陶瓷

研究设计院标准工作组首先介绍了标准编制的工作情况、国内外产品的发展现状及标准的调研情

况，对标准的重点内容进行说明，汇报了标准试验验证报告，还说明了征求意见汇总及处理结果。

审议会认为起草工作本文来自于华夏陶瓷网组在标准的制订中做了大量工作，提交审查的文件齐

全，标准调研全面，试验验证数据充分。通过对标准内容认真负责的审定，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

《薄型陶瓷砖》行业标准，会议认为本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薄型陶瓷砖是《建材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建筑卫生陶瓷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

的重点发展产品。制定薄型陶瓷砖标准，对引领行业向节能减排的方向发展，以市场为导向实行结

构调整以及优化升级，节能减排、降耗利废、切实加强持续自主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是引领行业正

确发展的技术保障，也是落实国家节能减排、科学发展的具体体现，符合行业的战略要求。 
本次会议还对《卫生陶瓷》标准的修改制订进行了讨论。同时完成了《建筑卫生陶瓷生产环境

评价体系和监测方法》标准的补充材料讨论工作。                                             （华夏陶瓷网） 


